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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第八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
运动会手机随手拍作品大赛征集启事

2023年 7月 14日-19日，陕西
省第八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
将在延安市举办，运动会设有武术、
摔跤（回族式）、花样跳绳、蹴球、板
鞋竞速、高脚竞速、押加七项竞赛
项目以及分竞技、技巧和综合三类
表演项目。为多角度呈现本届运
动会，留下本届运动会精彩的延安
记忆，特举办陕西省第八届少数民
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手机随手拍作
品征集活动，面向全社会征集手机
摄影和短视频作品。

一、举办单位
主办单位：陕西省第八届少数

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筹委会
承办单位：延安市融媒体中心
二、征集主题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把握“共

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民
族工作主题，紧扣“中华民族一家
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的目标任务，
弘扬“更快、更高、更强”体育精神，
深化全省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全
面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大力
宣传和发展我省少数民族传统体
育文化，发现第八届少数民族传统
体育运动会场内场外之美。

三、作品要求
1.摄影作品要求：文件格式为

JPG格式，不小于 2M，可为组照，附
文字版作品主题。

2.短视频（随手拍）作品要求：
视频格式：MP4、MOV、AVI、

MPG、WMV、3GP、RMVB；
视频长度：15秒~300秒均可；
作品分辨率：720P或1080P；
横屏竖屏都可，码率：作品输

出码率不得低于9M，保证播放器全
屏模式播放清晰。

四、奖项设置
1.随手拍短视频设置奖项如下

（18名）：
评选最佳创意奖和最佳人气

奖各1名（2名）；
设一等奖 1名，二等奖 2名，三

等奖3名，优秀奖10名（16名）。
2.随手拍图片设置奖项如下

（18名）：
评选最佳创意奖和最佳人气

奖各1名（2名）；
设一等奖 1名，二等奖 2名，三

等奖3名，优秀奖10名（16名）。
五、活动说明
1. 活动从 2023 年 7 月 11 日-

2023年7月19日18时止，作品一经
采用，同步在比赛场馆、运动员教

练员入住酒店、机场、火车站和市
区各公益大屏滚动播放，在“我是
延安”客户端、《延安日报》，延安融
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快手号、视
频号及所属微博微信、延安新闻网
站，各县（市、区）媒体平台上矩阵
展播。

2.参赛作品需注明作者姓名、
联系电话，方便沟通联系。

3.作品版权为拍摄者所有。
六、投稿地址、联系方式
延安市融媒体中心
联系电话：0911—2820198
邮箱：634633387@qq.com
联系人：曹冀鸿

陕西省第八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
运动会筹委会 延安市融媒体中心

2023年7月10日

1934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中央红军离开江西中央苏区的瑞金等地，踏上长征路，到1935年10月19日到达陕北吴起
镇，历时十二个月零九天，行程二万五千里，纵横十一个省，用顽强意志征服人类生存极限，沿途共进行三百八十多次大小战斗，冲破国民
党军的中央军和地方军阀部队共二十九个纵队（军）和三个师的围追堵截。至此，中央红军主力历时一年的长征胜利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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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是中国革命的圣地、新中国的摇篮。延安是落脚点，1935年10月，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吴起镇，二万五千里长征胜利结束；延安又是出发点，
全民族抗战时期，这里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政治指导中心和中国人民解放斗争的总后方。延安见证了中国革命事业从低潮走向高潮、实现历史性
转折的光辉历程。为了再现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十三年的光辉历程，本报开设《红色印迹》专栏，按照到达陕北、延安岁月、转战陕北三个阶段，把延安
时期的一些重要事件、重要文献、重要人物、重要地点、重大战役等通过印章的形式呈现出来，帮助读者了解中国共产党筚路蓝缕、披荆斩棘、艰苦创
业、砥砺前行的奋斗精神、崇高使命和辉煌成就。这些篆刻印章是国家能源集团铁路装备公司党委总经理、篆刻家傅瑞珉历时3年多创作完成的，其
作品端庄工稳、平和秀雅、手法新颖，具有很高的文化价值及欣赏性、艺术性。

到 达 陕 北

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农工业展览会
（1940年1月16日—2月2日）

● 农工业展览会

1940年 1月 16日，边区政府在延安
南关新市场举办了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农
工业展览会，中共中央领导人毛泽东、王
明、吴玉章、林伯渠、高自立等参加了开
幕式并讲了话。

毛泽东说：“政府的人如不同老百
姓结合，事情就办不好。有两种政府，
一种只知道刮刮刮，另一种则帮老百姓
的忙——边区政府就是这种帮忙政
府。老百姓从几百里外拿来一包两包
面送来展览，这对打日本有大道理，这
是老百姓同志的热心。边区政府受老百
姓的拥护，做出许多好事，这也是热心做
出来的。我们发展这个热心。但还有一
条，只有热心还不行，还要力求进步，今
年的展会就有进步，我们要奖励这些劳
动英雄们，因为他们不但热心，而且求进
步。这里有八路军的展品，但八路军也
是老百姓，故军队不要忘本，本就是工
农，在座有许多八路军同志，你们要向老
百姓敬礼，不要骂人。老百姓可以骂我
们，我们却不能骂他们，因为他们是主
人，因为我们的饭是他们做的，房子是他

们做的，我们要军民合作。八路军有两
条规矩，一条就是官兵合作，一条就是军
民合作。大家亲亲密密，团结起来，日本
一定打倒的。”（毛泽东年谱）

展览会历时 18 天，于 2 月 2 日结
束，其中的农业是这次展览会展品最丰
富的部门。展览显示，边区种植面积呈
上 升 趋 势 ，1936 年 耕 地 面 积 只 有
818630万亩，到 1939年扩大到 1004019
万亩，1939年开荒数字达 180197万亩，
植树 139万余株；粮食产量，1936年为
103.43万石，1939年增为 175.43万石；
十几个重达 30多斤的大南瓜，引起了
群众的浓厚兴趣，还有洋芋、白菜、萝卜
等边区人民主要的菜食。其他如番茄、
木耳、金针、发菜等也有展出，南方的丝
瓜、莴苣以及美国玉米等都已试验成
功。生产合作社，1937年仅 1个，社员
70余人，股金 623元；1939年增为 146
个，社员 28531 人，股金 42338 元。工
业，1939 年比 1937 年增加 553.4%（以
1937年为基数计算）。
（选自石和平主编的《图说延安十三年》）

新华社北京7月 8日电 （记者 赵欢）
“朱墙黄瓦，雕梁画栋，行走其中，感慨万千。”
台湾青年李品郁对中华传统文化情有独钟。
作为一名“首来族”，她说，参观故宫博物院是
来大陆最期盼的事。

日前，由中华全国台湾同胞联谊会主办
的第二十届台胞青年千人夏令营在北京开
营。本届夏令营重点邀请岛内青年参加，4
日至7日的北京总营活动吸引了台湾40多所
高校的近200名在校大学生。

21岁的李品郁是台湾中国文化大学大
三学生。她说，台北故宫博物院有珍贵文物，
没有对应的皇宫建筑。来到北京的紫禁城沉
浸式体验，更能“触摸到历史的痕迹”。

导游讲解文物历史时，李品郁都会凑到
前排认真聆听。“两岸同根同源，血脉相连。
一宫国宝惜分两岸，承载着我们割舍不断的
文化血脉和历史纽带，见证着中国人共同的
文化记忆。”她说。

7月的北京，骄阳似火，八达岭长城景区
游人如织。“长城是中华民族精神的象征，很
多次在书本和视频中看到。我一直想亲自登
上去看看！”台北大学大一新生曾隽智说。

一步一阶，穿行在熙熙攘攘的人流中，曾
隽智与伙伴们的额头上挂着汗珠，脸颊被晒
得通红。“长城比我想象中还要陡！”她说，可
是大家登长城“当好汉”的热情不减。

从第一烽火台登上第八烽火台，尽管累
得气喘吁吁，每个人脸上绽放着自豪的笑容。

“我仿佛回到那个共同抵御外敌、保卫国
家的年代。”望着一座座烽火台和绵延的长
城，曾隽智说：“古人的智慧和先辈的坚毅让
人敬佩。”

长城行程结束后，营员们来到位于北京
中轴线北延长线东侧的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
馆，解锁中国近代以来从“站起来”“富起来”
到“强起来”的发展密码。

周慧瑜来自台湾大叶大学，今年第四次
“登陆”。“我喜欢到大陆各地走走看看，而不
是受限在书本里和电视屏幕前。”

从“首来族”到“常来族”，这位台中女孩的足迹遍及广
东、福建等地，对大陆经济社会发展有了直观真切的感受。

参观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后，周慧瑜感慨国家富
强兴盛来之不易。学习烘焙专业的她，期盼将来能够到
大陆追逐梦想。

4 天的行程虽然短暂，但营员们都表示“收获满
满”。“北京的生活很方便，城市建设也不错。两岸同龄人
有很多共同语言，完全不觉得陌生。”曾隽智说。

“每次来大陆都有不同的心境。希望可以参加更多
两岸交流活动，不断丰富我的‘朋友圈’。”周慧瑜说。

据介绍，除北京总营活动外，本届夏令营还将在各地
相继举办特色分营活动，参加总人数约1000人。

全国台联 1984年首次举办台胞青年夏令营。为适
应两岸形势发展，扩大两岸青年交流交往，自 2004年起
举办台胞青年千人夏令营活动，迄今已成功举办 19届，
累计有 20000多名台湾青年参与其中，成为两岸青年交
流的品牌项目之一。

新华社上海7月9日电（记者 许晓青）从《月亮代
表我的心》到《凤阳花鼓》，从《紫竹调》到《茉莉花》，近
400名沪台中小学生 7月 8日在上海图书馆东馆同台切
磋歌舞、音乐、体操、戏曲等才艺。

由上海市台湾同胞联谊会主办的两岸文化交流品牌
项目——“舞动青春·唱响未来”沪台中小学生才艺交流
活动，今年迎来第十五届。7月5日至10日，来自台湾桃
园市、新北市、台中市、嘉义市、花莲县等地的近200名中
小学生来沪参访，这也是近年来上海本地最大规模的两
岸青少年交流活动。

主办方不仅为来到上海的台湾青少年提供才艺表演
的交流机会，还安排了丰富多彩的参访活动和校际交
流。连日来，沪上的文创园区和多所特色中小学，都接待
了来自台湾的客人。

来自台中市东势区的一年级小学生小谭这个暑假第
一次来到上海，一下飞机，他就被上海活力四射的文创园
区所吸引。“这里的活动很多，和大家一起学纸艺，很开
心。”他与十多名来自台中的小学生参加手作活动，学习
制作彩色纸质灯球，收获满满。

嘉义女子高级中学的舞蹈爱好者与上海市三女中的
同龄人切磋舞艺。练功房里，女孩们跳起健美体操，紧接
着又表演现代舞，压轴登场的是展现江南古韵的传统舞
蹈。脱下演出服，换上运动装，女孩们又打起了排球训练
赛，现场气氛十分热烈。

上海市台湾同胞联谊会会长卢丽安说，期许沪台青
少年通过深入交流，留下共同的青春记忆，也为推动两岸
共同弘扬中华文化，促进两岸同胞心灵契合，注入持久的
新生动力。

云林同乡文教基金会董事长谭量吉认为，两岸交流
交往的桥梁纽带不能断，“舞动青春·唱响未来”系列活动
有助于增进两岸青少年的团结和友谊，下一步还要开展
更多文化教育领域交流。

到访上海的近 200名台湾中小学生还将赴外滩、中
华艺术宫、上海自然博物馆、上海市青少年活动中心等地
参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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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400名沪台中小学生
同台“舞动青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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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革命旧址
是一本永远读不完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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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达陕北


